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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学习在中学化学教育中的应用分析 

许慧婷 

（沈阳科技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7） 

摘要：中学化学的学习是为国家提供优质的科学人才的有效途径，教师把握这一目标，在教学中积极探索符合社会发展的教学
方法，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接受程度，进而建立完备的知识体系。本文将以探究式学习在化学中的应用，给出几点优化当前教学现状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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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终身学习是信息化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对于知识的探

究也应当永无止境。初中学生的身心发展仍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
教师要顺应发展的脉络，提高化学教学中深挖本质理论的应用比
例，发挥探究式教学的正向作用，刺激学生不断地填充知识内容。 

一、探究式学习的基本含义 
现阶段，信息获取的渠道增多，知识的来源不局限于教材当中，

学生学习的过程是为解决实际问题夯实基础，教学目标的转变为教
师的教学提出更深层的要求。基于化学学科的特点，教师肯定探究
式学习的必要性，对教学过程合理优化，顺应知识的内化流程。现
象是化学本质研究的前提，根据物质变化的现象提出假设，依据假
设内容设置实验流程，进而探究出符合事实的理论，这一过程是化
学实验探究的过程，与探究式学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在化学
教学中提升探究式学习的位置无需质疑。探究式区别于接受式，强
调主观意识，而不是被动接受，更重视学生反思教学活动的结果，
教师适当的放手，活用知识讲授方法[1]。 

二、探究式学习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一）教师有目的性的设疑 
教师依据探究式学习的指导思想，在课堂教学中有目的性的设

置问题，设置问题集中在课堂导入环节，对于在知识点讲解过程中，
设置的问题较少。部分教师认为化学知识点内容繁杂，需要较多的
时间为学生解答困惑，设疑会影响知识点的讲解，这种想法有些片
面。设疑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增强学生探究的欲望。部分教师对问
题的大方向把控较弱，仅对某一知识点适用，忽视了知识间内在的
联系，问题不具备深刻性[2]。 

（二）扩充教材内容 
教师在充分认识到探究式学习在化学教学中的重要性后，对教

材中的内容扩展探究的深度，加入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学生根据现
象提出问题，教师结合实验、多媒体演示等方式引导学生自主解答
疑问，通过对实验研究的数据进行分析，找到问题的答案，此过程
是践行探究式学习的重要方式。激发学生对于化学重要理论知识的
研究的潜能，不着痕迹的渗透科学素养的内容，从意识角度提升学
生偏好化学学习的兴趣。 

（三）多鼓励，少打击 
当前教师认识到自身作为教育的引导者，对学生要有包容心。

处于发展中的学生，各项身体机能和素质尚未完全成熟，需要教师
耐心的引导，对出现的错误问题加以指点，使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乐
趣。探究式学习鼓励教师使用肯定的语言调节学生面对困难的情
绪，觉察到学生微小的进步，并扩大其影响作用，对学生的进步给
予充分的表扬，形成进步是种荣誉的心态。此种和谐的学习范围值
得教师们学习，转变过去批评产生的负反馈机制，从正面激励学生。 

（四）转变课堂单向信息交流的方式 
具有平等和谐气氛的课堂时学生产生互动交流勇气的前提，探

究式教学提出后，教师积极响应，转变以往单向信息交流的方式，
通过与学生间的对话，渗透知识内容。学生偏好于这种双向的交流
模式，不局限于与教师探讨化学问题，也增加与其他学生共同解决
知识盲点的频率。丢掉思想包袱的学生能够积极投入到互动中，结
合本节课程内容，分散思维的广度，延伸到生活中提出具有现实意
义的问题[3]。 

三、加强探究性学习效果的对策 
（一）加入生活化现象，培养学生兴趣 
学生主动性的提升依靠兴趣的增加，兴趣是自主研究的起点，

对化学学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未讲授化学课程前，学生已经

感受到生活中出现的化学现象，但并未了解其产生的原理，教学的
过程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教师引入生活化现象，为学生连接起
实践与化学的桥梁，对学生形成主动探究的意识起着积极的促进作
用。生活化现象的展示方式应当结合信息化，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展
示生动客观的形象，为课堂教学注入新鲜血液。不难发现，在生活
中可以随处发现应用化学的影子，教师要对其有敏锐的嗅觉，搜集
整理实践中应用化学的例子，适宜的加入到课堂教学中，拉近学生
与化学学科间的距离，转变刚接触的陌生感。 

例如，学生认为我们周围的空气中仅含有氧气，对于其他空气
中所含气体的含量无法知晓，教师可以在此为学生设疑：“如果空
气中仅含有氧气，那么膨化食品的包装袋内的气体是空气吗？它的
作用是什么？”，学生首先会联想在食用膨化食品时，打开包装气
体是没有特殊味道的，然后思考气体的作用应该是防止内容物在运
输中破损，或者起到防腐剂的作用。教师结合学生回答的防腐剂的
作用，继续问学生：“如果加入的气体是空气，它能否起到防止食
物腐烂的作用？”，这样一系列与生活相关的问题与现象的提出，
给学生拉近化学世界，通过一层层剥开现象的本质，引导学生以探
究的意识学习化学。 

（二）增加学生阅读时间，从文字中提取问题 
问题是探究的起始点，有了问题才有探究的进行，教师结合这

一要点在教学中充分挖掘问题可能产生的途径，对其加以利用，增
加学生发现问题的可能性。问题可能存在于教材、习题中，这些内
容文字部分占据主要位置，如何在文字中发现问题是教师当前教学
探究的重点。教材和习题是学生新知识掌握和巩固原有知识的途
径，是教学中不容忽视的内容，问题也存在于两者的文字之中，教
师要给予学生充分的阅读时间，提取文字中的重点信息，与自身知
识水平匹配，找到依靠自我认知无法解决的部分，重点勾画。在学
生勾画完毕后，教师允许学生以小组谈论的方式，对无法解决的内
容展开讨论，在规定时间内尚未得出结论的内容，由教师继续带领
学生探究[4]。 

（三）优化教学过程，筛选探究主题 
优秀的教学过程需体现良好的课堂氛围、有效的教学方法、具

有实际的意义的生活情境以及符合学生发展的探究主题，满足以上
几个方面的教学设计才能够加强学生对于探究式学习的理解，确保
深层次内容的开展。教学方法的选择不应当是单一的，要融合不同
的教学方法，汲取方法中的养分，优化教学过程。除了探究式学习
方法，教师也可加入信息化手段，转变理论不具有生命力的缺陷。 

结束语 
通过以上内容的分析，探究式化学学习已然在教学中得到基本

的应用，教师思想的转变为学生能力的提升铺设道路，虽方式有待
完善，但通过教学经验的不断累积定会积极发扬探究式学习的指导
作用，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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